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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代表：

我们的“25”我们的双城故事

王志峰（左）荣获大湾区杰出青年企业家最佳科技
创新奖。

罗桃华（左）积极组织参与同乡会活动。

深圳侨报记者 伍思晗 通讯员 李钢 文/图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一张张泛黄的照
片、一幕幕定格的画面、一帧帧感人的瞬间再次涌现
在无数深港人的脑海中。归去来兮，那些与香港一
同“归家”的幼子，如今早已成长成才，将个人的前途
命运与国家的发展紧扣在一起。岁月激荡，深港间
同脉相连的“双城故事”仍奔流不息。

香港深圳青年总会副主席、
盐田区海外联谊会副会长曾梓浩：

我是香港深圳共同培养的孩子

我出生于香港，因为奶奶那一辈就来深圳创业，
所以从小在香港读书，周末来深圳住。毕业后就在
深圳工作生活，眼看那些城中村被改建成现在的高
楼，很多荒凉的地方，也变成了现在的绿色公园。小
时候我不理解家人为什么要过来深圳，因为以前都
是深圳人想去香港工作。那时我经常问奶奶，“为什
么香港比深圳漂亮，还要来深圳？”奶奶跟我说“深圳
以后也会变漂亮”。确实，现在的深圳真的比香港漂
亮，而且已经不是深圳人说想去香港工作，而是香港
人想过来深圳创业生活。深圳的包容性很大，无论
你是哪里人，都能在深圳找到归属感。

相比普通香港青年，我从小就接触深圳、香港，
发现两地其实有很多共通点，对深港融合发展有很
大的期待，我希望运用自己的知识，积极加入到深港
交流合作事务中去。目前，我担任香港深圳青年总
会副主席，我希望带着这份责任感继续增强自己的
能力，不只是促进自己成长，也带动更多的深港有志
青年一同成长。

我工作生活在盐田，所以期望盐田区能加快建
设“沙头角深港国际旅游合作区”，它的地理位置非
常好，可以跟香港北部都会区接轨，而打造“合作区”
也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也
希望深港可以互用优势，深港青年也能团结一致，共
创深港两地发展奇迹。

宋启明（左三）参加香港深圳龙城同乡会第二
届理事会就职典礼。

坪山区港商会副会长罗桃华：

我与深圳同向同行

1997年7月1日零时零分，当鲜红的五星红旗在
紫荆广场徐徐升起的时候，全球华人无不欢欣雀
跃。25年风雨兼程虽雄关漫道，但我们迈越从头，成
功实现了“一国两制”的伟大创举。作为七百万香港
人的其中一员，我很高兴分享这段历史的光荣故事。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这是形容
深港人民同根同源的一首歌曲，作为出生在深圳的港
人，我时刻都把深圳放在心间。25年前，我带着对鹏城
的热爱和信心，毅然决定回到坪山创业，从一个普通的
香港技术人员成为穿梭香港与内地的经贸人士，参与到
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通过投资办厂和兴办幼儿
园，为家乡作出贡献。同时，我积极服务于深港联谊交
流，在2018年参与成立了香港深圳坪山区坑梓同乡会，
担任会长一职。借助同乡会的平台，团结凝聚广大居港
乡亲，引导乡亲与国家同心同德、同向同行，为家乡的发
展出谋划策、链接资源，也是助力香港更好地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

在香港回归祖国 25周年之际，我们对“双区”建
设和“建设创新坪山、打造未来之城”充满了期待。
我相信，粤港澳大湾区一定能迎接各种挑战，不断蜕
变成为世界一流的湾区。

香港深圳社团总会常务副会长、
香港深圳龙城同乡会会长宋启明：

最惦记的是河那头的家乡

我出生在深圳龙岗区的回龙埔。1979年，从龙
岗区平冈中学毕业，便跟随家人前往香港。在香港
考到驾照后，我从货运司机做起，组建车队，建立起
主营物流、货运及粤港跨境公路客运业务的德利集
团（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我和一批爱国爱港爱
乡的乡贤们，成立了香港深圳龙城同乡会，秉承着团
结乡亲、联络乡情，为家乡建设作贡献的宗旨，香港
深圳龙城同乡会现已发展会员2100余人。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带领香港龙城同乡会会员
们多次为深港两地抗击疫情贡献力量。2020年2月，在
深圳疫情吃紧的关键时期，经过多方联系我们终于从日
本采购了约8万只口罩、防护服以及应急食品，将该批
爱心抗疫物资通过公司的车队从香港运往深圳，捐赠给
了龙岗区龙城街道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和
辖区医院。“我们这个点位刚好在风口，为了防疫安全场
地必须通风开阔，有了这种防风棉衣就暖和多了。”今年
年初，香港龙城同乡会捐赠的首批防风棉衣顺利分发到
了龙城街道核酸检测卡口工作人员的手上，我的心也终
于放下。

今年2月，从居港同乡那里了解到香港核酸检测试
剂等抗疫物资紧缺的情况后，我第一时间向龙岗区政府
相关部门反映沟通，在龙岗区委统战部和龙岗海关的协
调下，立即联系龙岗区亚辉龙公司扩大产能、调剂货源，
最终将核酸快速检测试剂送上了驶向香港的货轮。

我曾担任两届龙岗区政协委员，现任深圳市政
协委员。履职期间，我一直关注着港人子女在内地
就读公立学校的民生话题。未来，我期待内地能继
续为港人来深就业创业提供优惠的政策和便利，推
动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合作交流的深度融合。


